
2023年陶行知著作读后感 陶行知故事读
后感(模板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
章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
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陶行知著作读后感篇一

陶行知爷爷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革命家，教育家。他虽然离开
我们已半个世纪了，但通过阅读《陶行知的故事》后，我们
似乎能够聆听他的声音，那声音铿锵有力，看到他的身影，
那身影高大无比，领略到他的精神，那精神光照千秋。陶行
知爷爷的每一个微笑，每一句话都给我深深的启发，永远的
珍藏在我的心里，给我一次次心灵的震撼。

陶行知爷爷虽然家境贫穷，但是胸怀祖国，志向高远。年少
时代他经常和同学谈论着自己的理想，其中一个同学
说：“我长大了要到外国去，先留学，然后在国外当专家，
做教授。”陶先生问他：“你为什么不愿回中国做事？”而
那个同学却回答说：“什么？我辛辛苦苦地读书，出去留学，
还回国？中国这么穷，这么落后，有什么值得留恋的？”陶
爷爷非常生气，并且在纸上写下了：我是中国人，要为中国
做贡献。”贴在自己的床头，作为座右铭，时时刻刻提醒自
己。是啊，作为中国人，怎可丢下和抛弃生我，养我的祖国？
既然，是中国人，那就得做出一番好的业绩，好的成就，报
效祖国，使祖国不再落后，不再受人欺压，永远都有辉煌灿
烂的一天。

陶行知爷爷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他深爱着的祖国与人民。他
的一生真正做到了“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茅盾
称他为“战斗的巨人”，郭沫若称他为“一代人师”，宋庆



龄称他为“万世师表”，毛主席称他为“伟大的人民教育
家”……而我称他为“爱国爱民的教育家”！

陶行知爱国爱民的精神一直在激励着我。我决心今后无论在
生活中还是在学习中要克服胆小的毛病，学会与人交流，积
极举手回答老师的提问，学会反思，常动脑、动手、动笔，
做到“读活书，用活书”。长大以后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让我们改变旧面貌，踏上新途径，做一个新世纪的新陶子吧！

陶行知著作读后感篇二

陶行知先生是我国近代最具有影响力的教育思想家，也是最
具有批评精神和创造精神的教育开拓者。他博大的教育思想，
求真的教育实践，行知合一的师德风范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
榜样。从他的文集中可以学到教育的精髓。

陶行知先生在《创造的儿童教育》一文中指出，“儿童的创
造力是千千万万祖先，至少经过五十万年与环境适应斗争所
获得而传下来之才能之精华。教育是要在儿童自身的基础上，
过滤并运用环境的影响，以培养加强发挥这创造力，使他长
得更有力量。教育不能创造什么，但能启发儿童创造力，以
从事于创造之工作”。作为一名小学老师，非常重要的一项
工作是培养学生良好的习惯。怎样培养学生创造力呢？陶行
知先生认为应该做好三个方面事情：一是需要有充分的营养，
小孩的体力与心理都需要适当的营养。二是需要建立最基础
的良好习惯，解放小孩子的头脑、双手、眼睛、嘴巴、时间、
空间，也就是解放儿童的创造力，以解放儿童高层次的潜能，
从事高级的思考追求，以至于发明创造。三就是需要因材施
教。培养儿童的创造力要同园丁一样，首先要认识儿童，发
现他们的特点，予以适宜的肥料、水分、阳光，除去害虫，
这样，他们才能够欣欣向荣。

反思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我们把孩子们扣得太紧了！每次
开夕会时，我都向学生宣布些不能做的条条框框，告诉他们



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学生没有足够自由的时间供自己
支配，从而也就失去很多创造的时间和机会,这是我们应该反
省的.有时上讲新知识时，没等学生去经历和体验知识的形成
过程，就告诉他们这样的题应怎样去做，在做题时避免哪些
可能出现的问题。把所有可能出错的地方都替学生提前想到
了，堵上了。学生就成了做题的“机器”，哪里还有创造力？
有一次,上完圆的新课后,我布置了一个特殊的`作业：用圆画
出自己想画的图案。没想到第二天的作业“百花齐放”，全
班所有的孩子都发挥了自己的创造力。他们圆规下的圆“千
姿百态”，创造出了一个由圆组成的美丽世界。如果我们能
多为孩子提供一些这样的创造的机会，他们一定会展现出我
们意想不到的创造力。

教育大师的文章让我深刻认识到：教师应该是一个启发者，
诱导者，带着学生走入一片更加广阔的天地；更应该是一个
培植者，培植学生的好奇心，让他们具有创新的原动力。

陶行知著作读后感篇三

陶行知是我国近代的教育家、思想家，他的著名的一句名言是
“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在他的人生里，这件大事就
是为中国的孩子能够读书。

在这本书里，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火烧扑克牌和拆表的故事。

“火烧扑克牌”主要讲的是同学们在紧张的学习下，为了放
松心情，开始玩扑克牌。陶行知校长知道以后，十分气愤。
为此他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给同学们讲清了道理。同学们
听后主动上交了扑克牌，令人没想到的事，他竟然当着同学
们的面把扑克牌都给烧掉了。

“拆表的故事”主要讲了陶行知朋友的孩子非常喜欢拆东西，
甚至连家里新买来的表也给拆了，这令他妈妈很生气，特别
想把他的“坏毛病”给改掉，甚至还经常动手打孩子，陶行



知校长知道后便专门来到朋友家，告诉他们兴趣是最好的老
师，不但不能阻止孩子，还要特别培养孩子的这一爱好，说
不定还能培养出一个中国的小爱迪生呢！

这两个故事给了我深深的感触，那就是：一要充分利用时间
读书学习，以免造成“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后果，
二是告诉家长们要有一双会发现的眼睛，要根据孩子的兴趣
爱好来培养和发展孩子，而不是阻止孩子。

多么优秀的校长啊！多么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啊！我多想让我
们的爸爸妈妈也来读一读陶行知校长的故事啊！

陶行知著作读后感篇四

伟大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教师进行劳动和创造
的时间好比一条大河，需要许多小的溪流来滋养它，教师要
常读书，平时积累的知识越多，上课就越轻松。”这句话道
出了读书的重要性，尤其是教师，读好书更为重要。

假期我有意阅读了《陶行知文集》，受益匪浅。陶行知先生
是中国现代史上一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创立了许多精
辟的教育理论、新观点和新方法。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爱”是陶先生一生献身教育事业
的不竭动力，也是他崇高人格的表现。“爱学生”是教师人
格的灵魂。爱心是教育教学活动的基础，没有爱心便没有教
育教学活动。在我的班级，我有计划地开启了爱的征程。

作为一名耕耘者，自己心中充满爱的阳光，把爱的种子播种
在泥土里，就能让娇嫩的幼苗在阳光的沐浴下茁壮成长。

为了教好每位学生，让每位家长放心，我认真完成家长拜托
的任何事。有时家长因为工作的不便，请我转告孩子中午的
落脚点，我时刻记在心中；有时家长请我帮忙照顾生病坚持



上课的孩子，我一会儿摸摸他的额头，一会儿询问一
下，“你现在感觉怎么样？”“难受吗？难受一定要告诉老
师啊！”一会儿又送来了热气腾腾的蜂蜜水；有时家长出门
在外，拜托我多多关心他们的孩子。课堂上，我时刻关注他
们的一举一动，所思所想，他们的一个皱眉，一个委屈的眼
神，我就会心焦半天。下课第一时间就找他们谈天，了解心
理想法，巧妙地化解他们的顾虑；课外时间，我还会在工作
之余找那些孩子聊天，为他们分忧解愁，有时还辅导他们的
学习，并定期与身在外地的孩子家长联系。虽然有时我也会
因为学生的调皮而埋怨，因为他们的退步而急躁，因为他们
的违纪而心烦，但一想到他们还是孩子，我就努力地克制自
己心中的不满。陶行知先生说：“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
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我们当教师的，在
教育中若能始终想着两句话“假如我是孩子”和“假如是我
的孩子”，这样的情感体验就能使我们对学生少一份苛求，
多一份理解；少一份指责，多一份尊重，学生内心那颗爱的
种子便会在教师的精心呵护之下生根、发芽。

爱是雨露，她能滋润人；爱是夏日，她能温暖人；爱是奉献，
她的无私能让幼苗茁壮地成长。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爱，希望
得到爱的滋润，爱的温暖，更何况那些生活上有困难的学生，
学习和行为上暂时落后的学生。

有个男生他叫李程雨，他是班上成绩比较落后的学生，上课
做小动作，弯着腰，不抬头，小眼睛滴溜溜乱转，无时无刻
不在关心着老师写一举一动。作业马虎、少做甚至不做；下
课吵吵闹闹，一刻也不停。怎么办？我不能让他在我的手下
变成问题生。我的语文课上，我故意走到他的座位边，暖暖
地看上他一眼。他显得更加羞涩了。我又轻轻地推一推他的
脊背，他把腰挺直了。可是，过不了一会儿，背又塌了下来。
我一次又一次不经意地走过的他的座位，一次又一次爱抚他
的头颅，并投以鼓励的目光。他的背直了，眼睛睁开了，第
一次把目光，属于他的感激的目光投向了我。我欣喜若狂，
我给他示范汉字的书写，我帮他擦去错误的答案……他越来



越认真，越来越努力，虽然比不上曹文奥的书写和成绩。相
信，他会越来越棒。因为有爱的浇灌，小苗的成长会更加茁
壮。

播撒爱的种子，收获秋的硕果。做为教育者，我们能做的很
多，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到让爱常驻每个孩子的心间，让爱常
驻我们的心间。让雨露滋润孩子的心田，让爱伴随孩子们成
长。 “精彩六年，幸福一生”，我们就一定可以实现我们的
誓言。

陶行知著作读后感篇五

毕业以来，我都一直在乡村任教，至今已有九年。我亲眼目
睹了乡村学校师生人数的大幅度减少，加上农村家长对教育
的不重视，不免为乡村教育未来的发展担忧，自己也疲态尽
显。近来读了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文集，让我有所感悟，
也深感惭愧！

《地方教育与乡村改造》这一篇中提到：尤其在穷乡僻壤中
的小学有时只有一位教师，更觉得单枪匹马不能有所作为。
他们说：“教师岂能唱独角戏？”说这话的人忘记了他们的
四周都可以找着同志。孔子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又说：“德不孤，必有邻。”陶行知先生说的这些话解决了
我的思想问题，也让我重新认识到了教师坚守的意义：不管
外部条件如何变化，只要我们每一个人是一团火，记住我们
是一名人民教师，朝着梦想的方向去努力，也定可成燎原之
势，为乡村教育贡献自己的力量。

“培养乡村师资是地方教育之先决问题，也就是改造乡村的
先决问题，”陶行知先生认为乡村教育的发展不在校舍的好
坏，而在教师的素质上。

县政府对教育的大力投资，使得我县成为国家教育均衡县，
学校的校舍等硬件设施有了大幅度的改善；教育局每年都对



全县教师进行师德师风培训等继续教育。而我们教师自身也
应该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钻研专业知识，提高自己的业务
能力；多读书，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以我们的专业成就孩
子的'学业，用我们的能力提高孩子的能力。作为一名年轻教
师，我将永远牢记陶行知先生的教诲，不断更新教育观念，
以陶行知先生的理论为指导思想，引导学生手脑并用，学会
过硬的技能，使学生的素质全面发展，成为具有创新精神和
创新能力的有用人才，把学生培养成祖国未来的合格接班人！

乡村教育是中国教育的短板，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乡村经
济的发展。“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
柯这句话道出了陶行知教育的真谛。作为一名伟大的人民教
育家，陶行知先生以其博大的胸襟，倡导并实践了爱的教育。
我们也应以庄严的使命感、扎实的业务能力，付出自己的爱
心助推乡村教育的发展，助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